
一开学，鄂南高中就进入了“兔”飞
猛进的状态。用老师的话说：“开局就
冲刺”，用家长的话说：“起步就决胜。”
用学生的话说：“学习已成为生活。”

可以说，老师很用心，家长很配合，
孩子很努力，但总感觉距心目中的“兔”
飞猛进有些差距。怎么办？8日，鄂南
高中教师发展处负责人姜纲要给出了
建议：“高中生学业突飞猛进，拼的是时
间，凭的是方法，靠的是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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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子燕、陈醇报道：为满足乡村振
兴多样化资金需求，2月5日，咸宁农商行汀泗支行联
合汀泗桥镇赤岗村开展“整村授信”工作，解决群众农
业生产资金需求。

“整村授信”过程中，银行和村两委一道对农户进
行现场评级授信。家住赤岗村11组的杜先生承包了
近百亩田地，春耕将近，备耕物资都要陆续准备，听说

“整村授信”的消息就立刻前来申请，“不用抵押，不用
担保，手续又简单，这下也不用去麻烦亲戚朋友了。”拿
到6万元授信额度的杜先生立即着手种子、肥料等春
耕物资的购买。

据汀泗支行行长周显翔介绍，当天共采集农户信
息67户，成功授信35户，授信金额160余万元。“我们
正利用春节这一有利时机，以‘新春送福’的形式敲开
群众心扉，提升群众配合度。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档
2000余户，授信金额达1000余万元，为全方位服务乡
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汀泗桥镇正通过“整村授信”的形式，逐步为乡村
振兴开辟简单便捷的融资渠道，通过“党建+金融”的
方式，让村（社区）党支部与银行一道做好政策宣传、入
户走访、授信评议等工作，为众多涉农小微、个体户等市
场主体解决融资难题，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整村授信“贷”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高健、邹君报道：“春天
行动”以来，咸宁农商行乡村振兴专班和各
支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营销宣传活动，积极
开展金融服务进村组活动，近距离向农户及
商户宣传农商行金融产品、普及金融知识。

1月19日，正值腊月28日，离春节假期只
剩不到2天，村里的家家户户年味渐浓。贺胜
支行的干部员工们没有松懈，提前几天就联系
好村委，约定好村民集中办理签约用信的时间。

贺胜桥镇近些年因为征收原因，常住人
口减少很多，平时签约耗费大量的时间、人
员和精力，效果还不理想，整村授信工作存
在困难。因此，支行格外珍惜像春节这样的
村民集中时间，趁着在外务工经商的乡亲回
家过年的时机，抓紧营销。

深冬的清晨格外寒冷，但贺胜支行已经
为布置会场忙得热火朝天。成功的活动离
不开提前精细的策划，为了组织这场活动，
贺胜支行做了不少工作，单是为了和村委会
沟通就跑了不下4趟。

一上午的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效果超出
预期，平日里不在家的村民都来了。现场除
了荆楚小康贷的签约，还认识了几个村里在
外经商的能人，预约了几笔存款和其他贷
款，可谓收获满满。

不少村民直夸：把金融服务切切实实地
送到家家户户农民手中的只有农商行。

员工一致感慨，走出来就有收获，不单
单是业务的增加，还有银行形象的宣传、村
银关系的巩固。

田间地头送贷款

不找关系不求人 农商微贷送上门 ②

怎样激发孩子的上进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家长们烦恼“孩子太懒了，不愿意学习。”“孩子没
有一点上进心，得过且过”。“读书才有出路，怎样才能
让孩子爱上学习啊。”

如何让孩子摆脱懒惰，拥有上进心？浮山中小学
老师王菊给出了建议。

“研究证明忙着的人比懒着的人更快乐，但是没有
目标地瞎忙所带来的罪恶感，会扼杀了这种快乐。所
以家长要注意让孩子忙起来首先要给孩子一个有建设
性的目标。”王菊说，比如家长想要孩子早起，并制定了

“6点钟起来晨读”的目标，家长可以适当地帮助孩子
明确自己做事的目标，将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第一周
先克服赖床的习惯，第二周在平时起床的时间上早起
5分钟，第三周在第二周基础上再早起5分钟，以此类
推。孩子虽然性格懒散，但是只要有一个理由，他们还
是愿意忙起来的。

其次，治疗懒散，积极而有效的方法是赋予责任。
每个人都有责任感，只不过有时意识到了，有时还没有
意识到，所以平时生活中家长可以给予孩子可以担当
起的任务，孩子一旦肩上有了责任，就会觉得肩头有了
压力，自然产生一种动力。比如可以利用孩子好表现
的心理，让孩子做个小老师，帮低年级的孩子辅导功
课，在享受助人为乐的成功感，同时也激发孩子动脑筋
去思考问题；还可以利用孩子的好奇心理让孩子照顾
一盆花草，每天定时浇水，并记录植物的成长，仔细观
察，让孩子体会通过自己的勤劳换来结果的喜悦。

同时，根据孩子实际能力，与孩子协商共同制定一
套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来安排时间。严格按照计划来
执行每一项，务必做到“今日事，今日毕，言必行，行必
果”，改掉“明日复明日”的思想。每个星期让孩子把自
己做的事情统计一下，写出一个列表，然后每个星期把
做的事情进行对比，慢慢的孩子能把有效的时间利用
起来。如果没有按照计划做事，家长可以采用小小的
惩戒，让孩子明白懒惰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目的是促使
孩子在心理上认识到自己应为懒惰承担责任，心态还
应主动积极，孩子不会产生逆反心理，否则，惩戒只会
适得其反。

最后，孩子的懒散和家人的娇惯有一定关系，所以
孩子事事求助于家长的时候，家长对于孩子力所能及
的事情应该有心不帮孩子做事，这样就能强迫孩子自
己做。

时间也好，方法也罢，其实拼到最后要靠心态。
“心态比知识更能决定成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心态也决

定着我们对知识的汲取。”鄂南高中教师发展处负责人姜纲要说。
学生学习时间长了之后，难免会有些懈怠或者逆反心理，

这种时候，有没有良好的心态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个心态好的学生，会给自己定下明确的学习目标、完成

时间、以及学习计划，每天每个时间点都严格遵守执行，让自己
既不会因为目标过高而感觉难以实现，也能每天有事可做，一
步步走得脚踏实地。

有的学生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用功，是因为他们有着明确
的学习目标和学习目的，能够压抑自己爱玩的天性，从而实现自己
的梦想，所以要想提高学习成绩，有着良好的心态显得尤为重要。

良好的心态不仅体现在学习自律，还体现在考试抗压。
在高中，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分数，排名，总是扰动

着学生的心神。一旦没考好，有些学生会觉得父母没面子、自
己没尊严、未来没出路。

考试主要是为了检验你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明确你的长短
板和优缺点。另外，考试也是一种心态的历练，试卷也是一套
绝好的训练材料，我们要通过考试找到自己的优缺点，历练自
己的临场发挥能力，还要在试卷中学到新的知识点。

考试没考好的学生，不需沮丧，更不要觉得对不起父母，反而
应该庆幸，不会的知识点都被考出来了，只要调整好心态，静下心来
把这些知识点搞清楚，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题不再出错，你就是赢家。

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也并不代表未来可以高枕无忧，反而
说明这次考试对该学生意义不大，并没有测试出弱项，该学生
的知识盲点还存在盲区，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通过刷题去寻找
自己的短板，然后再去战胜它。

有学生考试总紧张该怎么调整？
“根本就用不着调整，想想考试不仅可以让自己发现自己

的短板有利于以后改进，还可以让自己学到新的课外的好东
西，这样就不会紧张了。另外，在考场里全身心投入到题目中，
专心答题也是缓解紧张焦虑好的办法。”姜纲要说。

因为，能够在考场上超常发挥的学生是少数，剩下一部分
学生可以正常发挥，还有一部分学生会受考试中的紧张气氛所
影响，导致发挥失常，频繁考试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保证每次考
试都能够正常发挥，考出我们真正的水平来。

总而言之，高考，拼的是时间、方法和心态。缺一不可。“珍
惜你所拥有的每一分钟，然后将这些时间不断积累，它将让你
一生受用无穷。”一个合格的高中生，应当学会把握自己，为自
己而战，是输是赢，全看你。

靠的是心态

很多父母眼中，能够考入名校的学霸们都有学习天赋，其
实学霸们的成功不全是靠天赋，不少学霸在高中以前平平无
奇，到了高中就异军突起，这背后靠的不是天赋，而是思维转
变，抓住了学习方法。

鄂南高中教师发展处负责人姜纲要说：“方法不对，事倍功
半，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教育学能够成为一门学问，就是因为
里面有教育的方法值得我们研究。”

学习，有什么好方法？
——写，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写过之

后的知识点，比仅凭记忆的背诵要记忆深刻得多。
多写不是把老师的板书仅仅变成笔记本上的记录，而是记

录知识要点，梳理知识脉络，归纳知识特点。要通过写来强化
知识记忆，疏通知识堵点，归纳知识要点。

——思，在上课的时候，不仅要随老师的思路走，更要动脑
思考，同时记录哪些知识点还没有明白，等到课下的时候继续
学习。

思考不仅要用在课上，在课下自己复习的时候，也要随时
思考，从总的知识框架开始筛选出没有完全掌握的知识点，然

后依次进行复习巩固，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减少无效的复习时
间，提高学习效率。

“写和思，是我们的常用学习方法，还有一种特别关键的学
习方法，就是要多归纳。”姜纲要说。

学生错题不必题题都记，一类题可以只整理一道典型的，其
余的自会理解。学生不仅要知道自己有错，还一定要明白为什
么出错，其中就隐藏着许多知识漏洞，必须及时填补。

比如，一道大题做错，学生不必全盘整理，可以将其分解，
分析其中蕴含着哪些知识点，进而消化吸收。

“题目的积累应该是伴随着知识点的整理。高考要考三年
的内容，有很多看似很繁杂无章的东西，要消除这种混乱感，我
们必须将所有内容进行一次整合，先在脑中架构起一个大的知
识框架，再一点点添枝加叶。”

学习方法归结到各科时，又会有很多不同之处。
英语和语文这些文科性质的学科，需要平时零碎时间的积

累，功到自然成；生物和化学要多翻看课本，把课本吃透了，做
题就不在话下；数学和物理则需要付出时间来做题，题做得多
了，会在脑中形成一套正确的思维方式。

凭的是方法

本报讯 记者甘青、通讯员尤明飞报
道：1月29日，正月初八，鄂南高中师生已
经进入“快进键”模式，记者看到，在学校奥
赛部，学科奥赛老师在全身心指导学生开
展学科奥赛拓展课程的学习。

鄂南高中近年来高度重视学科奥赛工
作，成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研究小组负
责学科奥赛工作，在学科奥赛方面成绩斐然，
继2019年朱周同学获第36届全国中学生物
理奥赛湖北赛区一等奖并进入省队参加全国
总决赛获得银牌后，相继在化学、生物等学科
奥赛中又有多人获得省赛区一等奖。特别是
2022年各学科奥赛成绩全面丰收，在湖北省
普通高中奥赛成绩中排名第10位。

在2022年第38届全国中学生数学奥

林匹克竞赛（湖北赛区）中，鄂南高中刘俊
杰同学以全省第36名的成绩获得赛区一
等奖（全市唯一1人），实现了我市在数学
学科竞赛中历史性突破；二等奖8人；三等
奖1人。在2022年第39届全国中学生物
理竞赛复赛（湖北赛区）中，鄂南高中皮宇
恒同学以全省第73名的成绩获得赛区一
等奖（全市唯一1人），该生参加了2022年
北京大学的物理学科探究拓展活动成绩优
异，已获得参加北京大学卓越计划的选拔
资格；二等奖19人；三等奖18人。在2022
年第31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
赛（湖北赛区）中，鄂南高中舒亚鹏同学以
全省第27名的成绩获得赛区一等奖；二等
奖8人；三等奖1人。在2022年第36届中

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湖北赛区）中，鄂南
高中获赛区二等奖4人；三等奖7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提
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是发现和挖掘
学生天赋和创新潜质，推进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重要途径，是为高校培养高层次创
新人才的基础。学科奥赛之于学校，能够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学科奥
赛之于教师，能够激发广大教师投身教学
研究的热情；学科奥赛之于学生，能够促进
学生深挖自身潜力，多了一条成才成长通
道，不少学生通过竞赛获得重点高校强基
入围资格并成功考入大学。

近几年来，鄂南高中注重学生个性发

展与特色发展，高度重视学科奥赛辅导工
作，加强对中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培养，着力把学科竞赛融入创新型人才培
养体系，不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
径，深度发掘学生潜力和创造力，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各类全国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活动，
重视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衔接贯通，打造知
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鄂南高中始终把学科奥赛作为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着力推进学科奥
赛工作向纵深发展，坚持竞赛、高考两手
抓。持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优化学科奥
赛教练团队，完善学科奥赛课程体系，为咸
宁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搭建学科奥赛与人才培养“立交桥”

鄂南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佳绩

说到拼时间，不少人首先会想到怎么挤时间——压缩睡觉
的时间、压缩吃饭的时间、压缩休闲娱乐的时间等，把一切学习
以外的时间都压缩到极致，好像就能提升学业。

为学习成绩而苦恼的学生，常常感觉时间不够用。他们觉
得，弥补成绩差距，必须给自己“补课”——多补习以前的基础或
者多找点别的教辅材料来练习，但是老师上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
时间，又布置了许多作业，每天连作业都做不完，没有时间弥补。

鄂南高中教师发展处负责人姜纲要说：“拼时间，拼的是时
间效率，而不是片面的挤时间。”他认为，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
个小时，再怎么挤也有限，但是时间利用的效率是可以成倍提高
的，提升的空间很大。

时间效率如何提升？
“俗话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提升时间效率就要学会

取舍。”姜纲要说。
高中学习的压力大，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面前总放着一大堆

书，但学生每次只能拿起一本书，认真阅读，而不是同时拿起十
几本书随意浏览——这是一种最浪费时间的学习方法。

学生只有读完一本之后，再去阅读另一本。那么，该选择
哪一本呢？答案很简单：“最重要的那本。对第二重要的那本，
坚决不看。当你把最重要的那本看完之后，第二重要的，也就
变成了最重要的了。”

如，学生今天计划做五张试卷，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
学各一张。那么，请先做最需要提高的那门科目，即使做完一
张之后，其他试卷没时间写，那么做的这一张试卷对分数提高
仍然有帮助。

“汉语有个成语叫量力而行，心理学上有个‘最近发展区’
理论，说的都是要做与自己水平相适应的事，提升时间效率就
要学会量力，学习内容难度太大不仅效率低下，还会严重影响
该学科的学习兴趣。”姜纲要说。

高中要做的题目有很多，要保证自己的学习效率，就要多
做和自己水平相适应的题目，既有成就感又能提高自己的解题
能力。太简单的题目不要去做，太难的题目也不要去做。让高
手去做12道难题吧，我们只做12道中等难度的题目就行了。
等我们把中等难度的题目做熟练之后，你自然会发现，原来很
难的题目已经不那么难了。

“我们总说因时制宜，学习也要根据不同内容的学习特点
来安排时间，这样才能提升时间效率。”姜纲要说。

学生对于看书背诵的事情，最好选择精力旺盛不容易受干
扰的较长时间段来做。那些精力不太旺盛，比较容易受干扰的
时间可用来做题，因为做题的时候需要动笔演算，可以强迫你
集中注意力，即使周围环境比较吵闹，即使你精力不太好，仍然
可以达到练习的效果。

如何让孩子学会遵守规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多家长会在生活
中给孩子制定不同的规则，让他们学会遵守规则，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但有些孩子总是破坏规则，家长就
会直接、强硬地拒绝他们的请求，孩子们也不能理解家
长的“无情”。那么，家长用什么方式才能让孩子欣然
接受并遵守规则呢？

市心理咨询师张小可建议，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意
愿。家长在制定规则时，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一厢情
愿地制定规则，孩子在执行规则时就会感觉很被动，像
是被控制和命令，孩子在心理上会感觉很不舒服。

因此，家长不妨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对于孩子一些
合理化的想法给予尊重和满足，这样孩子在遵守规则
时，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如家长征求孩子意愿：“你觉
得晚上几点睡觉比较合适呢？”孩子可能会说十点或十
一点比较合适，这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你的身体要
得到足够的休息，才能更加健康，睡觉的时间定在九点
可以吗？”家长尊重孩子意愿，和孩子商讨规则、达成共
识后，孩子才更愿意主动去遵守规则。

其次，要做到温和而坚定。孩子年龄小，很多时候
都缺乏自制力，尤其在自己喜欢的事物面前更是难以抗
拒。比如去商场购物的时候，家长和孩子提前约定只能
买一个玩具，可是孩子看到琳琅满目的玩具后，可能就会
用哭闹的方式来要挟家长。很多家长在公共场合看到孩
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就勉强自己满足孩子的意
愿。孩子其实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试探家长的底线，家长
一定要按之前商定的原则说到做到，不应该满足的要求
坚决不能妥协，要做到温和而坚定，要有智慧、有力量。

最后，也要给予孩子一定的惩罚。看到孩子不遵
守规则时，很多家长会火冒三丈，甚至采取一些暴力方
式。但这样做不仅会伤害亲子情感，还容易使孩子产
生逆反心理。因此，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规则
意识。如孩子边看电视边吃饭、玩完玩具扔得到处都
是，家长可视具体情况给孩子一定的惩罚。惩罚并不
等于打骂、指责，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取消一次外出
游玩的机会，孩子想要的礼物和愿望不能实现。家长
还可以对孩子说：“看到你乱扔玩具，我很生气，请你先
整理好玩具。”家长要给孩子清晰的合理化建议，使孩
子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

拼的是时间


